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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北京冬奥闭幕

式上看到奥运火炬逐渐熄

灭时，有那么一个瞬间突

然把我拉回到了18天前。

那时候的我心怀期待和忐忑，带着自己能拿下的所有摄影装备，自以为考

虑周全的保暖衣物，前往双奥之城，展开自己人生中第一次奥运之旅。

2月2号，双脚踏上北京城的土地后便开始了工作。在第一天较为顺

利完成拍摄任务的我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未来会有爬雪山、卧雪地的时刻。

作为摄影记者，我几乎是零距离触摸比赛的。见证历史是新闻摄影记

者的使命。

这次冬奥，见证了新一代运动员们在场上的意气风发，见证了年轻志

愿者们的热情，更见证了双奥之城所展示的国家繁荣富强。

通过扛着近10公斤的器材攀登雪山，在零下二十多度守候金牌的诞生，

让我从对冬季项目一无所知到对苏翊鸣、谷爱凌们如数家珍。可以说，是严

寒和运动员炽热的表现让我重新认识到人类挑战极限永不屈服的精神。

作为摄影记者是辛苦又幸福的，将运动员精彩的瞬间通过指尖将照片

传递到读者手中时，摄影记者的每一天都和运动员们一样激动且自豪。

要说冬奥会采访期

间去得最多的地方，非新

闻中心的餐厅莫属，而那里，也是

感受冬奥会热度的最佳场所。

还记得开幕式当晚，我坐在暖气充足的

餐桌前，耳边传来的，皆是关于这道冬奥会

“开胃菜”的猜想，从各国的服装到文艺表演中可能出现的中国元素，从

最后一棒火炬手的人选到烟火的设计……说句玩笑话，若是将几位同

行的创意和想法集合在一起，“双奥”开幕式的总导演张艺谋，恐怕会有

失业的危险，这便是冬奥会的热度。

“有办法买到冰墩墩吗？”这是整个冬奥之旅我听到最多，也是最头

大的一句询问。甚至连不太关注比赛结果的酒店工作人员，也会在某

个早晨来打听“王府井的那家（冬奥特许商品）旗舰店，还有这么多人排

队吗？”因为第二天是休息日，她准备带儿子去碰碰运气。不过当她看

到我们制作的相关视频内容后，脸上只剩下惊讶和无奈，还有嘴角的那

一丝苦笑，“太热了，冰墩墩太热了！”这句感叹，也恰好是我的心声。

将近三周的行程里，还有许多让我印象深刻的，关于“热”的瞬间，

比如外出采访途中获知苏翊鸣夺冠，司机师傅一激动，不小心按停了计

价器……

二月份的北京冷不冷？

真的冷。但2022北京冬奥

会，太热了。

我不是体育迷，北欧两项和冬季

两项的区别，到冬奥会快结束了才搞

明白。我的冬奥采访，是在北京的各

大公园找寻着冰墩墩雪容融，是在冰

湖、冰场和北京老炮们聊家长里短，是

在最靠近鸟巢的居民楼里和民间摄影家们“抢”机位。

但，还是很难忘的经历。全民奥运的气氛，通过这一点一滴真切

传达。体育的魅力，写在那些竞技者的脸上，掺在那喜悦或悲伤的泪

里，同样也在老百姓的津津乐道里。

冬奥这些天，我最享受的瞬间，是在最后一天。

花滑比赛的传统，所有比赛结束后，运动员上冰不竞技，几天前还

在为技巧、分数拼劲全力的对手们，不去计较4A、S还是4T，只为携手

让观众大饱眼福。不同国家，语言不通的人们展现出

来的世界大同的快乐表情，让我这个平日不看体

育不追星的人，也会由衷发出赞叹

——体育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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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冬奥会张家口

赛区环外的一名记者，虽然没

能在赛场内参与报道，但是在赛场外有

趣感人的故事也不少，也让我有更多机会去

了解张家口这样一个冬奥之城。

在近20天的时间里，我见证了火炬在张

家口的传递，也感受到了张家口市民喜迎冬奥的热烈氛围。在这里冰雪

资源很丰富，冰雪游玩的项目非常多，张家口这个历史厚重的人文古城

因为冬奥会正在焕发新的活力。在沽源县的库伦淖尔度假区，青少年的

寒假营火爆，冰雪乐园人气旺盛，吸引了很多附近和全国的游客前来游

玩，真正把冰雪产业变成了“热经济”。

在冰之梦培训中心，我们采访报道了62岁老伯汤敬维穿40多年前

老冰鞋驰骋冰上，并带5岁孙子滑冰的故事，冬奥影响了越来越多的普通

人喜欢上冰雪运动。

当然还有为金童玉女配专属音乐的冬奥赛场DJ李宏磊，伴随着他选

的音乐，苏翊鸣和谷爱凌完成了“飞跃”，双双夺魁，他也实现了

自己的终极梦想。

相信后冬奥时代国人对冰雪运动的热情，会

给张家口带来机遇，未来可期。

北京冬奥会冬季两项

和越野滑雪的比赛，安排在

张家口崇礼的古杨树山谷。赛场辟出一

段上下坡落差十几米的山路，由运动员绕

圈滑行。

每一名运动员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呼吸的极限，思维的极限。有的

甚至在领先时滑错了道；还有的，射光备用子弹仍未中靶。而此刻，他们

必须做的，是握紧雪杆，继续蹬板，用力向前滑去。

很感谢冬两、越野项目的运动员，在突破身体极限的比赛后，有的仍愿

意接受采访。闫星元靠在混采区的栏杆上问：你们是哪个国家的记者？确

实，这类项目太少人关注，记者甚至都对不上部分选手的名字和脸。

这次采访，结识几名国内技术官员，曾经都是越野、冬两退役的专业

运动员，他们后来有的做青少年滑雪培训，有的管理雪场，如今以另一种

方式靠近奥运梦想。让他们欣慰的，是在基础大项上，看到后辈运动员终

于有所突破，在冬奥会的决赛上出现更多中国面孔。

希望借北京冬奥的影响，这些项目的普及和选才，继续扩大面

积，扩充地盘，让更多孩子参与其中。到那一天，我

们也能在雪上，见到中国的王军霞，中国

的邢慧娜。

昨晚，当熟悉的《我和你》的旋律在鸟巢

响起，我的眼眶顿时红了——梦回2008，眼

前的鸟巢，是记忆的交汇点。何其幸运，两届

北京奥运，作为持证记者，我都在现场。

至今还记得，2008年8月18日，鸟巢中

传出的那一声压抑人心的叹息，也记得，彼时

刘翔因伤退赛，掀起的漫天口水战。鸟巢发

布会厅，我与刘翔教练孙海平一起哭成泪人。

而当时光跨越了14年，金牌不再是中国人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当

“赢就一起狂，输就一起扛”不再停留在一句口号时，体育这幅美丽的画卷便

被涂上了更多彩的颜色。

14年间，改变的，还有记者本身。

2008北京奥运会时，一纸一笔走天下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如今

的我，出行必备除了发稿的电脑，还有云台、自拍杆和话筒。从文字记

者转型为融媒体全能记者，会采会写会拍会编，全天无休的连轴密集发

稿，在两大短视频平台同时粉丝破10万，这对于14年前的我来说，也是

无法想象的。

很多时候会觉得，这“打鸡血”一样的状

态或许就是记者的使命感，与更多人分享我

在赛场的点滴感动正是我奔跑

在新闻第一线的价值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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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前往北京前，和不

少人一样，我的心里，多多

少少也是有几分忐忑和疑惑的：北京冬

奥会如何在汇集众多国内外运动员教练员、

媒体记者和工作人员的情况下，保证赛事的

正常运行？

北京冬奥会创造性地提出了“闭环”的理

念，在这些独立的闭环之内，各项工作有条不

紊，甚至找不出一丝漏洞，把风险降到了最

低。在赛事举办这方面，北京交出一份漂亮

的答卷。穿梭于各个场馆之中，我看到了“水

立方”的完美变身，惊讶于国家速滑馆和首都

体育馆诞生“最快的冰”，以及被国外媒体盛

赞的有“工业迪士尼”之称的首钢滑雪大跳台所“圈粉”。

赛场之上，同样是满满的惊喜、震撼和感动，尤其是谷爱凌、苏翊鸣这些

“00后”的“表演式”比赛，让人看到了新一代运动员所富有的阳光、果敢、朝

气、自信。冬奥会的“造星”能力，俨然已经超过了夏奥会。

当中国代表团创造亚洲国家在冬奥会的历史时，

更让亲身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心生感慨。

是的，向“不可能”说“可

能”，让“不可能”

成“可能”！

魅
力
写
在
脸
上

萧
君
玮

李
永
生

玮
京
度

永
遇乐

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

上，主角们都是普通人，我的冬奥

报道，也同样聚焦普通人。

在我看来，如今祖国的发展、强大和自

信，不仅仅体现在我们在疫情影响下成功

举办了冬奥会，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体育代

表团创造了历史最佳战绩，也体现在中国

申办、筹办和主办夏奥会、冬奥会这些年

来，普通人因此亲身经历、感受到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从小爱滑冰的张家口退

休工人汤敬维，曾因为当地环境污染

等原因，把当初花了3个月工资买的

冰鞋藏了起来，不再滑冰；北京的退

休老大爷刘超英，十年前把家搬到大兴时，当地的水质还很差，烧水壶

很容易结垢。而这次冬奥会期间接受我的采访时，幸福不约而同洋溢

在他们的脸上：老汤又拿出了心爱的冰鞋，几乎天天去滑冰，因为张家口

现在不但解决了环境污染，还建了很多室内冰场；老刘现在不再为

水质而担心，他更加热衷于推广奥运，还在小区里建了一

个体育收藏馆，生活丰富多彩。老汤和老刘都

说，他们的幸福生活和冬奥息

息相关。这就是

普通人的冬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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